
宝鸡当代最具影响力

——祁念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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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上红领巾高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到站在党旗下宣誓“为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他理想崇高，

终其一生，要做一名时代的歌者。

如今，虽年过古稀，却退而不

休，像一位不倦的行者，始终保持一

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他叫祁念曾，他的故事很动听。

宝鸡宝地

文化滋养追梦人

“我对宝鸡的感情特别深！”这

是祁念曾接受采访时的开场白。简

单的一句话，在异地他乡听到，却更

显弥足珍贵。

祁念曾祖籍河南洛阳，但一口

“秦腔”，把“宝鸡是故乡”的标签表

达得淋漓尽致。

他 3 岁时，就随父亲来到了宝

鸡，因此，童年的记忆全都与宝鸡有

关。“我在宝鸡经历了小学和中学时

期，我对宝鸡的文化情有独钟！正

是有了文化的浸润，才让我爱上了

写作，同时也让我的人生有了奋斗

的目标。”祁念曾回忆道，1963 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对外宣布，在陕西

只招一名学生，即便如此，早已下定

决心的祁念曾，还是决定为最初的

梦想争取一回。

自助者，天必助之。那个时候，

祁念曾的勤奋和执着引来了老师的

“特别关照”，常常让他以命题作文

“练手”，并予以耐心指导。“当年的

高考作文是《唱〈国际歌〉时所想起

的》，这与我之前写过的一篇命题作

文有些类似，所以我更加胸有成

竹，拿起笔就一气呵成了。”祁念

曾笑着告诉记者，一个月后，北

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来了，他成为解放后第一个

从宝鸡考入北京大学的学

子，市上领导不仅专程去

家里送了喜报，还给他

奖励了一笔不菲的

奖学金——50 元，

而那时到北京的

火车票才 9 元。后来他才知道，那篇

作文拿了当年高考作文的满分，是

他进入北京大学的“敲门砖”。

1963 年 9月，祁念曾走进北京大

学的校门，张开双臂将梦中那一片沉

静而美丽的湖光塔影拥入怀抱。

著述等身

笔为人民吐心声

1970 年，祁念曾响应国家号召，

回到宝鸡铲车厂，成为一名钳工，但

这并未磨灭他对文学和写作的热爱。

平日里的积淀很快为祁念曾打

开了另一扇窗。1973 年，因写得一

手好文章，他被调入厂区宣传部，成

了一名宣传干事，从此走上创作之

路。到了 1979 年，宝鸡教育学院成

立，“北大高材生”的光环和坚持不

懈的创作，又为祁念曾探到了新的

路径。1980 年，他被调入宝鸡教育

学院，并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负责教

授写作、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一

教就是十二年。其间，他依然笔耕不

辍，出版了六本专著。

“心与时代合拍跳，笔为人民

吐心声。”这是祁念曾创作时始终

遵循的信条。1992 年，《人民日报》

刊登了一则深圳经济特区要创办

《深圳商报》和《深圳晚报》的消息。

“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去，记

录时代的脉搏！”祁念曾心动了，

很快，他从全国 1600 多名报名者

中脱颖而出。

“初到深圳，正赶上改革开放的

大潮，深圳的城市活力和人们的创业

激情深深感染了我，促使我很快投入

到了展现改革力量的创作中来。”祁念

曾说，那时陪伴他的只有报社发的“三

件宝”——飞鸽自行车、电饭煲、电风

扇，但不论条件多艰苦，也阻挡不了他

和同事们的激情。功夫不负有心人，仅

仅两年后，《深圳晚报》就跻身全国晚

报前列。在此期间，祁念曾还在《中国

记者》《新闻战线》《中国新闻出版报》

《新闻界》等报刊上发表论文 100 多

篇，出版《新闻探索与实践》《报海拾

贝》等专著。

时代歌者

用情写就好诗歌 

作为一名新闻战线的老兵，祁

念曾成就大、著作丰。在写作方面，

他还是一位多面手，尤其以诗作最

为人所称道。

诗人的气质，决定诗作的品质。

在祁念曾看来，诗人的气质应具备

崇高的理想、博大的胸襟、真挚而炽

热的激情和异于常人的艺术敏感。

而这几样，祁念曾一样也不缺。

诗，写在纸上，叫诗；朗诵出来，

叫歌。祁念曾的诗更是如此——有

真挚的激情之美，有豪迈的阳刚之

美，也有丰沛的意象之美。

“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

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

寻雨露和太阳……”这首朗朗上口的

现代诗歌《延安，我把你追寻》，曾入

选语文教材，在很多“80 后”、“90 后”

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提起这首

诗的创作背景，祁念曾回忆道，1991

年，他还在宝鸡工作，跟随央视《话

说黄河》拍摄组到延安采风，他发现

改革开放让延安的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站在那片热土上，他感

慨万千，追寻革命前辈的足迹，他更

加感觉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但精神生

活不能落后，延安精神应该继续发扬

光大！”为此，他提笔创作了这首诗。

“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

抓住了时代精神！”有人评价道，若

把握不了时代的脉搏，没有真挚不

竭的激情，缺少刻骨铭心的爱憎，就

不会创作出这样震撼人心的佳作。

多年来，祁念曾对诗歌的创作

热情不减。其中，《锤与镰的颂歌》

《深圳之恋》《我是一片绿叶》等诗都

充满着火热、真挚的激情；《站立的

河流》《红树之歌》《延安，我把你追

寻》《沸腾的五月》等，则都是富有阳

刚之美的佳作。

十几年前，著名文艺评论家李

世琦读了祁念曾的诗集《站立的河

流》后兴奋不已，特意作诗一首：“淋

漓痛快富阳刚，时代精神溢字行。春

雨春风春色好，赤心赤胆赤衷肠。江

河汹涌兴诗意，山岳巍峨谱韵章。德

艺双馨何似尔？人民命运驻胸膛！”

字里行间都是对其人其诗的肯定与

赞赏。

深情吟唱

故乡就在他梦里

“陈仓宝地闯新路，金鸡展翅

再腾飞！”对故乡宝鸡的美好寄语，

祁念曾常常挂在嘴边。他说，这么多

年，故乡一直在他梦里！

“虽然年纪渐长，但每年回宝

鸡，是我一直坚持的事。”祁念曾眼中

饱含深情，他说，他不怕回乡路上的

颠簸，不怕两座城市的气候差异，只

想时刻记住宝鸡的模样，见证宝鸡的

发展。“如今，正是宝鸡城市建设的春

天，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每回去一

次，都能看到一些变化，渭河公园非

常美，石鼓山格外宏伟……”说起宝

鸡的变化和发展，祁念曾滔滔不绝。

在祁念曾随身携带的几本《秦

风》杂志上，记者发现，每期都有关于

宝鸡的专题报道，内容涉及工业、文

化、旅游、科技创新等多个方面。作为

《秦风》杂志社的社长，祁念曾表示，

他希望以这种方式为家乡发展尽力

呐喊！

2018 年，年过七旬的祁念曾，

回到母校渭滨中学，与师生畅谈为

学之道，并向母校赠送《祁念曾诗文

集》等作品集；随后，又抽时间赶赴

凤翔县竞存中学，举行了“延河在我

心中流——《延安，我把你追寻》创

作座谈会”。这一切，都缘于他热切

盼望着家乡多出文化英才。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苏东坡

传》，大约 40 万字，苏东坡在宝鸡凤

翔的经历大约占总体的四分之一。”

祁念曾告诉记者，北宋文学家苏东坡

与宝鸡凤翔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凤翔

留下了《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很

多代表性诗文。目前，著名诗人和剧

作家贺敬之已经为这本书题写了书

名，初步预计今年就可完稿。

宝鸡籍著名诗人、资深报人祁念曾：

当好时代的歌者
本报记者 张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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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翩翩归来的燕子，

在追寻昔日的春光；

像茁壮成长的小树，

在追寻雨露和太阳。

追寻你，延河叮咚的流水，

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

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镢头，

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

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

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

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

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

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

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

却不能丢掉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

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

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啊，

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

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

啊！延安，我把你追寻，

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

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

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祁 念 曾，笔 名 祁

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

系。历任宣传干事、厂报主编，

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写作导

报》主编，《深圳晚报》总编室主任、

高级编辑，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现为深圳《秦风》杂志社社长、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

创作的诗歌《延安，我把你追寻》获

1993 年全国诗歌菊花奖，并于 1997 年入

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语文》课本

第十二册，2008 年又选入八年级语文课本；

撰写的论文《写改革窗口，绘时代雄风》获

当代文学研究一等奖，报告文学《当代“杞

人”》获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长诗《延安

松》获西柏坡杯文学大赛一等奖。著有

诗集《春天的歌》 《人生之恋》 《站

立的河流》 《祁念曾诗文集》，散

文集《红烛之歌》 《宝鸡漫游》 

《岁月如歌》，报告文学集

《鸡峰啼晓》 《千秋

业》 等。

祁念曾


